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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目前来说
,

中国传统封闭的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
:

首先是指导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的封闭性
。

这种封 闭的价值观
,

首先表现为自我中心的

一元价值观
。

这种自我中心
,

不是以个人的自我为中心
,

而是一种群体自我中心
,

这表现了

中国人传统 的从众心理
,

凡是我们所有的
,

都是正常的
,

而别人所有和我们不一样的
,

则都

是不正常
,

甚至是异端邪说
。

用这样一种价值观去对待 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别人的生活方式
,

必然带来一种顽固保守
,

不能兼收并蓄
,

同时也失去了在各种生活方式中比较
,

鉴 别 和 判

断的能力
。

因为这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价值观
,

它关闭了自己的思想大门
,

拒绝别 人 的优 越

之处
。

中国人价值观的另一个特点是传统取向
,

以传统定是非
,

传统就是正统
。

每个人都把自己

看成是正统的
,
力图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保持在正统的轨道上

,

否则就是异端
。

而任何被看成

非正统的生活方式
,

都会受到攻击和否定
,

面临强大的社会心理压力
。

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是

中国长期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结果
。

中国人价值观的封闭性造成了生活方式的保守
、

落后
,

增加了变革的困难
,

阻碍了社会
、的发展和进步

。

价值观的封闭
,

使人们固步自封
,

自以为是
,

盲目排外
,

而不能对别人的长

处兼收并蓄
,

取长补短
,

没有比较
, 没有竞争

,

很难形成一种多元的观念
,

即把所有存在的

都看成正常的
,

都有可取之处的观念
。

从社会心理上说
,

就难以形成一种对他人理解
、

宽容

的心理
,

封闭的价值观必然带来心胸的狭隘
,

没有广泛的包容性
,

而这种心理又形成人们之
`

间的隔离
,

不利于建立社会和谐的心理环境和人与人之间融洽的社会关系
。

第二
,

社会结构的封闭性
。

人们的生活方式是与人们生活 中的地域
、

阶层
、

职业和单位

密切相联系的
,

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
,

都会或多或少带来生活方式的相应变化
。

而在目

前我们国家
,

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
,

社会结构还处在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过

程中
。

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主要表现在
: ( 1 ) 地域的封闭性

,
·

( 2 ) 职业的封闭性
,

( 3 )

阶层的相对封闭性
,

( 4 ) 社会组织的封闭性
。

第三
,

社会生活的封闭性
。

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
,

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
,

人们的生活方

式也必然是社会性的生活方式
。

而人们生活方式的社会化程度高低
,

明显标志着人们的生活

方式的封闭与开放程度
。

而人们生活方式的社会化程度则受制于整个社会的社会化程度
。

目
「

前我们的整个社会的社会化程度还是比较低的
,

这就使得社会生活还带有很大的封闭性
。

社会生活的封闭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
,

这就是社会关系的封闭性
,

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

序列是
:
由家庭关系到家族关系再到亲属关系再到乡土地域关系

。

这种社会关系带有极大的
_

封闭性
,

中国的封建影响是根深蒂固的
,

不同阶层之间的交往受到限制
,

尤其是男女之间的

交往更受限制
,

用中国一句古话
,

就是
“
男女授受不亲

” 。

这到今天仍然严重束缚着人们的

社会交往
,

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交往
,

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难以解决
,

与这种交往的限制不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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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
。

这种社会交往的现实长期积淀又形成中国人的社会心理
,

就是内向性
,

力 图 向 内 发

展
,

达到 良心的发现和道德人格的完善
,

而不是向外发展
,

在竞争中调查人与人 之 间 的关

系
。

人们形容中国人的性格为暖瓶胆
,

.

里边热
,

外边凉
,

内心有交往的冲动和需要
,

但要用

外部的规范加以 限制
,

学会自制
、

忍耐
,

但同时也泯灭了人的 自然天性
。

我们看到西方人的

外向
、

直爽
、

自然而率真
,

恰与我们形成鲜明的对比
。

以上这些方面社会生活的封闭性
,

以

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心理的封闭性
,

制约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封闭性
。

家 务 劳 动 方 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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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务劳动方式是家庭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
。

家务劳动的现代化
、

社会化直接关系到

家庭生活方式的现代化
。

家务劳动从广义上说即处理家庭事务所进行的劳动 ,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
,

家务劳动是指

为 自己及家庭成员直接服务的劳动
。

现在通常所指的家务劳动就是从狭义上
、

从严格意义上

来讲的
。

家务劳动有三个特点
:

第一
,

它是直接物质生活过程之外的劳动 ; 第二
,

服务范围仅仅

是在一家之内
,

劳动的提供者和享受者均为这个家庭的成员 ; 第三
,

·

劳动勿需报酬
,

劳动成

果不进行交换
。

这三个特点规定了家务劳动具有确定的界线
。

看一项劳动是否是家务劳动必

须具备这三点
,

缺一不可
。

我们在一开始研究的时候就要紧紧抓住家务劳动的基本特征
。

不

能人为地扩大或缩小家务劳动的内涵和外延
。

现在谈到家务劳动
,

许多人往往把家务劳动纯粹看作是一种负担
,

其实它是生活的一 部

分
,

既有辛苦的一面
,

其中也不乏乐趣
。

我们说
,

家务劳动既然是人类家庭生存活 动 之 必

需
,

那么为其而费的时间消耗也就不可避免
。

因此
,

在家庭中全部废除家务劳动
,

显然是不

可想象的
。

.

家务劳动的功能和作用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
:

(一 ) 家务劳动承担着人类 自身再生产的重担

根据恩格斯的两种生产原理
,

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

自身的生产
。

长期以来
,

人们对生产的认识往往局限在物质资料的生产
,

包括一部分劳务生

产上
,

而把以人类自身生产为中心的家务劳动看作是家庭的事
,

甚至是妇女的
“ 私事

” 。

正

是在这种认识下
,

家务劳动长期为社会所轻视
。

事实上
,

人类自身生产作为物质资料生产的

基础和延续
,

其作用是不可替代 的
,

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一样
,

是人类正常生

活所不可缺少的
,

同时物质资料生产也正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
。

正因为如此
,

以人类自

身生产为中心的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一样
,

是具有重大意义的
、

不可缺少的
、

值得尊重的劳动
。

_

(二 ) 家务劳动是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之一

家务劳动为社会产品最终成为现实的消费品提供辅助服务
。

』

我们知道
,

生产过程提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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